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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宗教与人文学的其他思潮、其他学问一样，铸造了且仍在铸造着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
魂”。
　　然而，上个世纪好长一段时期，国内于这个关切到“魂”的极其重要的寻问领域，却被功利的、
认知的、政治的追逐遮蔽了。
幸好，八十年代以后，宗教作为学问终于重新引起注意。
就中山大学而言，老一辈知名学者、历史学家姜伯勤教授、蔡鸿生教授、林悟殊教授等，他们在岭南
佛教、摩尼教诸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就，即为海内外学界所公认。
　　但是，宗教学作为一个学科点的建立，中山大学比之于同类院校，还是筹措较晚。
1996年，经校学位委员会通过，以哲学系的研究力量为基础（宗教学归属哲学门），产生了宗教学硕
士点；1997年，环绕宗教学硕士点，为协调有关教学与研究力量，在中山大学人文科学学院范围内组
建了宗教研究所。
2000年4月，经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审核，扩建为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由此，中山大学的宗教研究（联结广州地区的部分研究力量），得以更有组织与更协调的方式开
展。
　　今天，像人们看到的，研究所已拥有一支有比较好的学历背景与学术素养，且相互之间非常友好
的学术团队。
　　在佛学研究方面，年轻学者龚隽教授、肖平教授、冯焕珍讲师等辈，都曾分别在美国、日本、台
湾有关学术机构作过长期或短期的学术访问。
他们不仅在英语或日语方面有良好的训练，亦且初步修习过巴利文、梵文。
他们已经发表过不少研究论作，他们的目前的这种训练，将为他们今后的研究，奠定更好的前景；　
　在道教研究方面，刘昭瑞教授、李大华教授、王承文副教授、万毅博士等，亦为年轻学人。
他们各自在日本、美国、法国的访问经历，不仅使他们在文献资料的占有与解读方面已初具优势，而
且他们的人类学视野将为他们往后创新的研究打下基础；　　在基督教研究方面，张宪副教授在欧洲
长达九年的访问经历和他在德文、法文、英文方面所具的优势，陈立胜副教授、李兰芬副教授在美国
的访学所接受的训练，特别是著名青年学者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小枫教授，从德国回来
的张贤勇博士，从英国回来的、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杨庆球博士等诸友的加盟与全力支持，以及研究
生辈目前在修习希腊文、希伯来文的所付出的热忱，这无疑预示着本所的基督教研究将成为今后发展
的主攻方向。
　　作为比较宗教研究所，儒学（儒学之为教）的研究不可或缺。
在这一研究领域里，黎红雷教授、陈少明教授、任剑涛教授，其研究成果已为学界首肯，他们和另两
位副教授肖滨博士、张永义博士，亦都曾在美国作过一年以上的访问学者。
　　有这样一支年轻、富有创意的队伍，我们的研究事业充满希望！
　　学科点与研究所的顺利发展，得到了海外学术机构、研究团体的多方支持。
　　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道风山基督教丛林，自1997年起即不时向我所捐赠研究文献、资料
，为我们邀请海内外学者前来讲学，又让我所师生前往访学，尽力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创造条件；　　
香港基督教文化学会、何世明基金有限公司为我们提供的帮助，使我们得以设立“何世明博士文化讲
座”。
国内多所著名大学的学者，海外如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以及港、台地区的许多学者，都曾
在讲坛上发表过精彩的学术讲演；　　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年复一年派出教授，为我所开设希腊文、
希伯来文的学习班，香港信义宗神学院亦派出教授，为哲学系本科生开设用英文讲授的宗教哲学课程
。
这些教授们每周星期五中午到来，下午授课毕又赶回香港工作。
他们的不辞辛苦，赢得了师生们的敬重；　　加拿大卑诗省立大学维真学院，也在为我所从事比较宗
教研究的博士生，提供了访学的名额；　　香港道教学院则在道家与道教研究方面与我所有良好的合
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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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由道教学院斥资，我们共同筹办了《第二届道家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到会学者来自17个
国家与地区达二百多人。
双方协作于道教学院开设的道教文化研究班，且已进入第三期；　　台湾中华佛学研究所致力于支持
我们的佛学研究。
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派出青年学者长住我校教授巴利文、梵文。
此后，又让我们的年轻老师前往该所继续学习佛学与梵文，以为我们培养师资；　　台湾佛陀教养基
金会向我所赠送了包括《大正藏》、《卍续藏经》、《新修大正藏补编》等全套经典在内的近八千册
图书。
台湾三清文化基金会、台湾南华大学宗教文化研究中心、台湾儒道研究协会等机构，也分别赠送了图
书资料，或为我所研究生设置奖学金；　　至于在儒学研究方面，著名学者、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社长杜维民教授，台湾大学共同教育委员会主任黄俊杰教授，以及在道家研究方面，台湾大学陈鼓应
教授，他们以自己的研究和他们个人的影响对我们的研究提供的重要支持，在我所师生的记忆中留有
深刻的印象。
　　我们向所有真诚地关心、支持我所研究事业的团体、个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很清楚，即便我们的研究工作已有开展，亦仅仅在起步。
　　我们今后的研究设想，无疑显示在我所的名称上：比较宗教（主要是比较宗教哲学）。
确立此一方向，一方面是出于我们这里的大多数青年学者，都兼及有中学与西方的双重背景；另一方
面是因为，只有具备比较视野，才更有可能开掘现代价值；再一方面则还考虑到，宗教对话将成为这
个世纪在世界范围内精神文化的主题。
我们期望在这一研究方向上，营造我们的特色。
　　我们同时又清楚意识到，这类课题研究很容易流于随意与空疏。
因此，我们非常关切古典文本及其解读。
多年来，我们致力于开设巴利文、梵文、希腊文、希伯来文课程，即着意于此。
这无疑会增加学术的难度。
我们的研究由此将经受考验：面对窗外闹市上的人头涌涌与人心躁动，在窗间灯下真的可以“入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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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古典文本，寻绎现代价值——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记事（代序文）析基督教视野中的信仰观
“使在”、“内在”、“超在”——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旧约圣经十诫今释圣灵降临的叙事——论
梅烈日柯夫斯基的象征主义小说洛克的宗教论上帝：秩序的和谐与人幸福——论莱布尼茨“神义论”
思想与神圣者相遇：奥托宗教现象学进路之检讨认信与归宗——普世基督宗教中的《耶酥是主》今佛
禅——一种思想史的解释从《齐物论》看《肇论》将影寺慧远：一位三学圆修的高僧禅宗诸家论“心
性”说——从初祖菩提达摩、六祖慧能到洪州马祖道一之思相变迁能十力与支那内学院派知我者，谓
我心忧！
——龚隽与惠敏法师关于佛学研究的讨论论生命修炼中的“有”和“无”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论
东亚道教古灵宝经与道家学说的关系道教《升玄内教经》所见“三一”论浅析天祖教论略——也谈哪
种宗教可以代表中国传统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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